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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侨乡故事

“在杨小田心中，随着年岁增加，她越来越多梦到父亲，
梦到老家方山谷，梦到那里的山山水水。这位叱咤商界的女
强人越来越觉得，故乡那轮明月才是最温柔的慰藉。”

《地瓜侨归曲》中的这段对白，道出主人公杨小田回乡
的心愿。

该剧中，杨小田是一名在海外打拼多年、事业有成的
华侨企业家。在把海外生意交托给亲人后，她决心沿着父
辈扎根乡土的足迹，追随儿时对稻田养鱼的记忆，回到家
乡投资创办农业文化遗产研学基地，传承发展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

在青田，稻田养鱼有悠久的历史。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杨小田开发的研学基地落成后，先后接待多批浙江省
外和国外的研学人员。到了双休日，周边城市的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来这里休闲度假、了解农业文化遗产知识。杨小
田自己也常常卷起裤腿，在稻田里和孩子们尽情玩耍。

“稻田养鱼是我们青田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也是方山谷
的‘金名片’。我搞农业文化遗产研学基地，不光是为了做生意，
还是为了方山谷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杨小田说。

除了主人公杨小田，《地瓜侨归曲》还勾勒出一幅侨乡
人物群像：在意大利做红酒进出口贸易的顾永爱、希望投
身科技行业创业的“侨二代”多多、从小在青田吃西餐长大
的顾美丽、负责归侨投资项目申报立项的基层干部陈地瓜
等，登场人物各有特色，性格鲜明。

“青田是著名侨乡，在代代侨胞接续奋斗的历史岁月
里，青田形成了‘家家有华侨、户户是侨眷’的特殊县情，
这里有丰富的故事和侨元素可以挖掘、创作。”《地瓜侨归
曲》编剧郑丽娜说，“这部剧是青田华侨历史文化的一个缩
影。通过一个个人物的登场讲述，展现了‘侨’与‘乡’的双
向奔赴。”

一场跨海共鸣

《地瓜侨归曲》共分3集，由丽水市委宣传部、青田县委宣
传部出品，丽水市文联、青田县文联、青田县侨联、青田县融
媒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制作。

据介绍，该剧自去年 7 月开始进行采风，剧本经过 10
多次打磨修改，于去年年底正式定稿，今年春天进行录
制。剧集推出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广播连续3天
播出该剧，并进行了一次重播。目前，该剧已在贵州人民
广播电台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经济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学习强国、云视听、喜马拉雅、荔
枝FM、抖音、哔哩哔哩等多个平台上线，传播至美国、西
班牙、意大利、厄瓜多尔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点击播放
量累计突破500万人次。

在海外，厄瓜多尔青田同乡会、巴西华人协会、瑞典华人
总会、西班牙侨商总会等侨团专门组织了收听活动。还有不
少海外华侨华人收听后自发分享给身边亲友。

今年夏天，青田籍法国侨胞程鑫星收到了朋友分享给
他的《地瓜侨归曲》链接。一口气听完3集后，他立刻决定订
一张回乡的机票。

“我在法国生活、工作已超过10年，从厨师做起，一步
步在餐饮行业打拼。广播剧中许多人物的经历是我们海外
侨胞生活的真实写照，很多场景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程
鑫星说，广播剧透过杨小田返乡，展现了青田的新变化、
新发展。“当时听着广播剧，我和身边许多同乡都想马上回
家看看”。

华侨子女也对广播剧深有感触。
“侨二代”陈尔涵出生在西班牙，初中时回到国内上

学，目前从事影视艺术行业。此次，她参与了广播剧的配
音工作，在剧中本色出演一名华侨子女。“剧中的‘侨二代’
角色和我的成长经历十分相似，许多桥段都很贴近现实。
特别是‘侨二代’角色进行职业规划时的心路历程，让我和身
边朋友们都感同身受。”她说。

广播剧上线后，陈尔涵第一时间收听了全集，并把抖音
上的剧集链接分享到西班牙朋友们的聊天群。“广播剧很符
合当下大家的新媒体使用习惯。期待有更多类似好形式、好
内容的作品，鼓励华侨子女融入家乡发展。”陈尔涵说。

一声亲切呼唤

青田特色元素贯穿广播剧始终。“广播剧在创作过程
中，呈现了田鱼、地瓜、油茶、杨梅、青田鱼灯、青田鼓
词等乡土元素；同时立足青田侨乡实际，展示了红酒、咖
啡、西餐等‘洋元素’。中西贯通，多元呈现，不仅让该剧
有了丰富的时空场景转换，也使人物角色有了更纵深的舞

台背景。”青田县文联副主席瞿瑜华说。
为使剧集更“原汁原味”，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青田鼓词艺

术家参与配音，通过青田乡音使听众身临其境。
浙江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海华是剧中青田鼓词的

演唱者。他介绍，青田鼓词是青田人在祈福、祝愿时重要的
民俗表演艺术，也是许多华侨华人记忆中的家乡文化符号。
它以独有的韵律和曲调，展现了青田文化的底蕴。在《地瓜
侨归曲》中，他用青田鼓词演唱了一首“稻鱼传说”。

“用本地方言演唱的青田鼓词和青田故事相得益彰，既
保留了乡村的意韵，又巧妙将稻田养鱼等青田元素编织其
间。希望和谐、美妙的乡音能唤起更多华侨华人的家乡
情。”季海华说。

“青田人听着很亲切，很感动”“乡音让人泪目”“这是属
于青田华侨自己的乡愁”……在互联网广播平台的留言区，
不少听众留下评论。

播出以来，广播剧的影响力正在显现。
不久前，回到青田探亲的程鑫星专程从县城驱车十几公

里来到方山乡，品尝广播剧中的稻田鱼。美味的家乡菜激发
了他创业的新想法。“我计划和华侨华人朋友一起合作，把
青田的特色美食如稻田鱼、杨梅等带到我们在法国的餐饮业
务中，开发既有青田特色、又有‘国际范儿’的新菜品，把家
乡滋味介绍给更多海外食客。”程鑫星说。

随着青田发展，像杨小田一样回乡创业的侨商变多
了。据介绍，近 5 年，青田充分发挥侨胞的独特优势和力
量，优化开放政策和营商环境，已累计引进侨资企业 283
家，销售额超过170亿元。

“地瓜经济”是浙江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新形成的开放型
经济发展模式。杨小田的故事正是华侨助力“地瓜经济”的生
动注脚。

“在广播剧的结尾，杨小田说了一句话：‘就像地瓜一
样，藤蔓可以伸到很远很远，但根永远要在家乡的土地
里。形象比喻道出了华侨赤子的桑梓情怀。”郑丽娜说，“期
待通过广播剧，让亲切、动听的青田故事在海外华侨华人
中引发更多共鸣、凝聚更多力量。”

图①：配音演员进行广播剧录制。
青田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广播剧录音棚内的设备与海报。
青田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空中俯瞰青田县方山乡梯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地瓜侨归曲》动听侨乡情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地瓜侨归曲地瓜侨归曲》》动听侨乡情动听侨乡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子涵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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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大新县迎来暑期旅游高峰，许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到
当地景区游玩，欣赏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寻觅一
份夏日清凉。

崇左市是广西的重要侨乡之一。在当地的大新
县明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乘坐竹筏欣赏沿河的山
水美景是游客的热门之选。明仕河碧波荡漾，两岸
绿草如茵，远处青山如黛，人们泛舟其中，宛如走入
一幅“水墨画”。

景区内，游客可以游览壮族民居博物园，欣赏
壮味浓郁的歌舞表演。优美的景色让游客流连忘
返，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刚下竹筏，来自江西省
九江市的游客熊江丽便拉着女儿一起拍照打卡。

“这里山清水秀，建筑非常具有壮族特色，体验
感非常好。”熊江丽的女儿周子静欣喜不已，“这边
的风景与我们江西的景色区别很大，值得反复游
览，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旅行了。”

大新县修葺一新的壮族民居、干净整洁的乡间

小道、绿意盎然的稻禾、秀丽的田园美景，吸引了许
多游客以骑行方式欣赏沿途美景。

位于大新县归春河畔的德天瀑布，与紧邻的
越南板约瀑布相连，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
国瀑布。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

（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下称“合作区”）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开始试运营，中越两国游客可持
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免签办理通关手续到对方景
区游玩。

景区内，山岭郁郁葱葱，激流从落差 70余米的
断崖飞泻而下，水雾参天，令人震撼。

趁着暑假，教师顾沈娴专程从浙江到广西欣赏
德天瀑布美景，她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现有跨境游服
务，马上预约办理。无须护照，只用身份证就可以在
景区的出入境办证大厅办理临时通行证。“出入境
程序就像过景区安检一样简单、方便。”顾沈娴说。

截至 7月中旬，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硕龙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为出入合作区旅客办理边
检手续超2.4万人次。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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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
宁德市周宁县紫云
山之畔的浦源镇浦
源 村 吸 引 众 多 游
客。图为几名女孩
在浦源村鲤鱼溪景
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侨 界 关 注

一部广播剧一部广播剧，，一抹乡愁记忆一抹乡愁记忆，，一片一片
桑梓情怀桑梓情怀。。今年今年，，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制作推出原创广播剧制作推出原创广播剧《《地瓜侨归曲地瓜侨归曲》，》，
讲述主人公讲述主人公、、青田华侨杨小田回乡创青田华侨杨小田回乡创
业业、、推广推广““稻鱼共生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带带
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广播剧上线广播剧上线
后后，，吸引了许多华侨华人听众吸引了许多华侨华人听众。。

正如地瓜藤蔓伸向四面八方正如地瓜藤蔓伸向四面八方，，但但
根茎始终深埋在本土根茎始终深埋在本土，，许多华侨华人许多华侨华人
在海外拼搏事业的同时在海外拼搏事业的同时，，不忘为家乡不忘为家乡
谋发展谋发展。。他们的故事点亮了美丽乡村他们的故事点亮了美丽乡村，，
也让浙江的也让浙江的““地瓜经济地瓜经济””越来越甜越来越甜。。

广西暑期游火热

侨乡“水墨画”游客觅清凉

跨过和顺古镇入口的双
虹桥，沿着火山石砌成的台
阶拾级而上，穿过一个三开
间式飞檐歇山顶大门，一座
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跃然眼
前。这，便是云南省腾冲市
和顺镇和顺图书馆。

这座乡村图书馆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
全馆藏书约 13 万册，藏有诸
多珍贵古籍。

和 顺 古 镇 地 处 西 南 边
陲，是云南省著名侨乡。一
百年前，一份从上海寄出的
报刊需历时数月才能到达这
里。1924 年，崇尚读书开智
的和顺先贤，商议开办阅书
报社，感知外界信息。阅书
报社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
闻名于世的和顺图书馆。

据了解，那时当地书籍报
刊从上海采购，经海运至缅甸
仰光，再换江轮或火车到缅甸
八莫，然后由汽车运至中缅边
境，最后由马帮驮到和顺，虽
行程近万里，但比走国内路线
节约近一半时间。

“书自云边通契阔，报来
海外起群黎”，这是和顺图书
馆 主 楼 对 联 。此 联 暗 藏“ 机
巧”，上下联前四字交互着读，
得来“书报来自云海外边”之
意。这是和顺图书馆早期馆藏
来源的真实描述。

和顺人耕读传家之风代
代传承，成就古镇“文化之
乡”美名。

不到8000人的边陲小镇，
近 3000 人在图书馆办理了借
书证。“我9岁就在和顺图书馆
办了借书证。”和顺图书馆馆
长寸宇说，他们一家三代人都曾在图书馆工作，
曾祖父是和顺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

“和顺图书馆是我们求知求学的地方。”今年
69 岁的寸清华是和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
师，土生土长的和顺人。“以前找书要用手写的图
书目录检索卡片，现在用上了电子检索，图书资
源也丰富多了。”退休后的寸清华仍是图书馆常
客，喜欢来一楼公共阅览室读报。

和顺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2015 年开始，馆
内先后上线了歌德机、信息检索机、瀑布流电子
书借阅机等数字化设备，除了具备电子书下载、
古籍检索、信息查询等功能，还能定期更新展示
内容，比如介绍传统节日相关的活动，以及和顺
的人文、历史等，受到读者、游客好评。

和顺图书馆不只是停留于借阅，还开办了
“和顺讲堂”，创办了“儿童之家”。馆里会不定期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优秀讲师到和顺现场授课，
讲堂内容广泛，涉及滇西抗战史、传统文化知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家风家训、健康科普知识
等，居民、游客都可以参加。目前，和顺讲堂已举
办 25场次，听课群众近万人。“儿童之家”则定期
开展阅读推广、书画艺术培训、行为习惯养成、中
国传统文化宣传等教育活动，为当地儿童营造健
康、向上的成长环境，深受家长、儿童欢迎。

几乎每个来到“极边之地”腾冲、走进和顺古
镇的游客，都会慕名探访这座乡村图书馆，感受
厚重质朴、历久弥新的和顺文化。据统计，2023年
进馆人数超过75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彩琳）

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读书楼外景。
赵 辉摄 （新华社发）

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读书楼外景。
赵 辉摄 （新华社发）


